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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摘 要 ］ 艺 术 美 学 是 美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， 是 一 个 部 门 美 学 。 本 文 简 要 探 讨 了 艺 术 美 学 的 十 个 方 

面 ， 这 些 方 面 既 可 相 互 独 立 ， 又 有 内 在 的 联 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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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学 作 为 一 门 人 文 科 学 ， 在 中 国 已 建 立 起 一 个 世 纪 。 但 是 其 研 究 体 系 却 基 本 上 采 用 西 方 

的 模 式 ， 许 多 论 点 与 论 据 也 都 是 以 西 方 为 准 。 哲 学 上 的 思 辨 越 升 越 高 ， 离 开 中 国 的 实 际 却 越 来 

越 远 。 现 在 已 进 入 世 纪 之 交 ， 面 对 ! # 世 纪 ， 每 个 美 学 家 必 然 有 所 思 考 ， 今 后 怎 么 办 ？ 是 沿 着 老 

路 继 续 走 下 去 呢 ， 还 是 回 过 头 来 研 究 中 国 ？ 事 实 上 已 经 有 不 少 美 学 家 在 研 究 中 国 了 。 我 由 于 

工 作 和 专 业 的 关 系 ， 在 艺 术 上 考 虑 得 比 较 多 ， 即 艺 术 美 学 应 该 怎 么 办 。 中 国 的 艺 术 有 着 深 厚 的 

基 础 ， 历 史 悠 久 ， 样 式 繁 杂 ， 各 类 艺 术 都 达 到 了 很 高 的 成 就 ， 并 显 示 出 自 己 的 特 点 。 有 人 说 中 国 

艺 术 “ 自 成 体 系 ” ， 那 么 ， 这 个 体 系 的 具 体 内 涵 是 什 么 呢 ？ 都 表 现 在 哪 些 方 面 呢 ？ 至 今 还 很 模 

糊 ， 没 有 人 能 说 得 清 楚 。 而 美 学 是 研 究 美 的 学 问 ， 虽 然 它 的 研 究 对 象 并 不 限 于 艺 术 ， 但 也 公 认 

艺 术 是 美 学 研 究 的 主 要 内 容 ， 甚 至 有 人 把 美 学 称 作 “ 艺 术 哲 学 ” 。 至 于 美 学 是 艺 术 哲 学 的 一 部 

分 还 是 全 部 ， 艺 术 是 美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还 是 研 究 的 客 体 ， 都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讨 论 ， 然 而 有 一 点 是 可 

以 肯 定 的 ， 即 美 学 必 须 研 究 艺 术 ， 艺 术 是 审 美 的 重 要 方 面 。 既 然 如 此 ， 我 们 有 必 要 弄 清 楚 什 么 

是 艺 术 ， 什 么 是 中 国 的 艺 术 ？ 它 们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又 是 什 么 。 不 了 解 中 国 艺 术 的 个 性 ， 就 不 足 以 

了 解 世 界 艺 术 的 共 性 。 

这 就 遇 到 了 美 学 与 艺 术 学 的 相 同 点 与 区 别 点 问 题 ， 共 同 的 研 究 对 象 与 学 科 分 工 等 问 题 。 

对 此 虽 有 人 谈 及 ， 但 没 有 谈 透 。 一 般 地 说 ， 美 学 是 从 审 美 的 角 度 研 究 人 之 对 于 美 的 创 造 和 艺 术 

如 何 表 现 了 美 ； 艺 术 学 则 是 研 究 艺 术 家 创 作 的 方 式 与 方 法 和 艺 术 的 风 格 及 其 流 变 。 但 若 仔 细 

探 究 起 来 ， 其 中 有 很 多 难 解 难 分 的 问 题 ， 不 是 那 么 容 易 区 分 清 楚 。 也 有 人 说 ， 既 然 美 学 是 “ 艺 术 

哲 学 ” ， 也 就 是 艺 术 的 最 高 理 论 ， 艺 术 学 便 没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， 甚 至 以 西 方 为 依 据 ， 说 西 方 只 有 “ 艺 

术 史 ” ， 没 有 “ 艺 术 学 ” （ 这 是 对 大 学 设 系 来 说 ， 但 从 学 说 上 早 有 “ 艺 术 学 ” 和 “ 一 般 艺 术 学 ” 的 提 

出 ） 。 我 以 为 不 必 对 此 纠 缠 。 人 家 没 有 的 我 们 为 什 么 不 能 有 呢 ？ 为 什 么 一 定 要 同 西 方 一 样 呢 ？ 

关 键 是 艺 术 学 与 美 学 的 实 质 区 别 ， 可 以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对 艺 术 进 行 研 究 ， 多 一 个 角 度 总 比 少 一 个 

角 度 研 究 得 更 细 致 、 更 透 彻 。 对 于 艺 术 的 问 题 ， 要 全 面 观 照 ， 深 入 思 考 ， 不 能 停 留 在 表 面 上 ； 要 

有 的 放 矢 ， 言 之 有 理 ， 真 正 做 到 理 论 的 上 升 ， 不 能 隔 靴 搔 痒 。 从 实 践 中 归 纳 出 来 的 理 论 ， 无 疑 会 

更 加 受 到 实 践 者 的 欢 迎 。 就 我 所 知 ， 广 大 的 从 事 各 种 艺 术 创 造 的 艺 术 家 ， 迫 切 需 要 艺 术 和 美 学 

的 理 论 指 导 ， 只 是 苦 于 读 不 懂 深 奥 的 美 学 书 ， 或 看 了 艺 术 理 论 书 不 解 渴 。 这 是 美 学 家 和 艺 术 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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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都 应 该 认 真 考 虑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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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曾 经 提 出 过 请 美 学 家 “ 下 来 ” ， 即 走 出 书 斋 ， 下 到 艺 术 中 来 。 这 样 说 的 目 的 ， 绝 不 是 否 认 

哲 学 美 学 的 研 究 ， 不 赞 成 基 础 美 学 的 研 究 ， 而 是 说 让 一 部 分 美 学 家 下 到 艺 术 中 来 （ 也 不 是 让 他 

们 低 就 ） ， 因 为 这 是 一 个 广 阔 的 天 地 ， 变 化 无 穷 ， 到 处 是 美 学 研 究 的 素 材 和 原 料 。 如 果 美 学 家 在 

这 个 天 地 里 驰 骋 ， 必 然 会 大 有 用 武 之 地 。 可 能 有 人 认 为 这 是 引 导 美 学 倒 退 ， 我 倒 以 为 是 充 血 ， 

是 “ 欲 进 则 退 ” ， 由 此 增 强 美 学 的 生 命 力 。 我 们 知 道 ， 西 方 美 学 是 从 哲 学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， 它 俯 视 

艺 术 ， 作 了 更 高 层 次 的 思 辨 ， 自 然 有 其 哲 学 上 的 道 理 。 不 过 对 于 艺 术 来 说 ， 就 明 显 隔 着 一 层 。 

美 学 研 究 美 ， 应 该 是 富 有 诗 意 的 ， 就 像 酿 造 一 杯 醇 厚 的 美 酒 ， 不 能 使 它 苦 涩 而 干 瘪 ， 令 人 望 而 生 

畏 。 中 国 艺 术 的 魅 力 在 于 美 ， 在 于 心 灵 的 揭 示 和 意 境 的 创 造 ， 即 使 在 理 论 上 升 华 到 “ 天 人 合 一 ” 

的 程 度 ， 也 还 是 悠 哉 游 哉 ， 胸 怀 装 得 下 人 间 社 会 和 天 地 自 然 。 这 种 豪 迈 的 人 文 精 神 ， 既 包 含 着 

艺 术 ， 也 包 含 着 哲 学 。 不 难 想 像 ， 在 这 种 氛 围 中 所 感 受 到 的 美 ， 是 滋 润 的 ， 富 有 活 力 的 。 它 既 能 

启 发 人 们 的 灵 感 ， 又 有 助 于 理 性 的 思 考 。 美 学 家 们 下 到 艺 术 中 来 ， 绝 不 会 是 白 “ 下 来 ” ； 当 他 再 

回 去 （ 回 到 哲 学 中 去 ） 时 ， 肯 定 是 满 载 而 归 。 

美 学 家 到 艺 术 中 来 ， 就 像 哲 学 家 观 察 社 会 一 样 ， 至 少 有 两 种 收 获 ： 一 是 了 解 了 中 国 艺 术 的 

特 点 ， 掌 握 了 它 的 “ 数 据 ” ， 由 此 使 中 国 美 学 树 立 起 来 ； 二 是 在 熟 悉 自 己 的 基 础 上 向 外 开 阔 ， 便 有 

可 能 沿 着 中 国 美 学 — — — 艺 术 美 学 — — — 美 学 这 条 路 充 实 扩 大 ， 形 成 良 性 循 环 。 

我 从 来 没 有 否 认 思 辨 的 可 贵 ， 甚 至 羡 慕 那 些 善 于 作 逻 辑 思 维 的 人 。 只 是 对 单 纯 的 主 体 客 

体 和 唯 心 唯 物 进 行 辩 论 ， 感 到 空 乏 、 枯 燥 和 伤 神 。 逻 辑 上 也 是 如 此 ， 因 为 我 们 不 是 写 逻 辑 学 ， 而 

是 运 用 逻 辑 。 一 个 具 体 的 人 ， 张 三 李 四 ， 无 疑 是 活 生 生 的 ， 有 骨 头 有 肉 的 ， 有 气 质 有 个 性 的 ； 但 

若 是 谈 山 东 人 、 江 苏 人 、 广 东 人 ， 就 要 抽 象 得 多 ； 再 抽 象 下 去 ， 是 中 国 人 、 美 国 人 、 英 国 人 、 法 国 

人 ， 或 亚 洲 人 、 欧 洲 人 、 美 洲 人 、 非 洲 人 。 如 果 是 谈 人 类 ， 只 好 把 猿 猴 请 来 作 比 较 。 待 到 什 么 是 

“ 人 ” ， 也 就 落 入 公 孙 龙 子 的 “ 白 马 非 马 ” 了 。 这 种 研 究 ，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不 能 说 没 有 道 理 ， 但 不 是 

研 究 艺 术 。 我 在 想 ， 即 使 这 样 ， 如 果 借 用 艺 术 ， 也 不 致 显 得 枯 燥 ， 那 些 大 哲 学 家 们 谈 哲 理 ， 谈 理 

念 ， 不 是 也 常 用 这 种 方 法 吗 ？ 何 况 美 学 与 艺 术 更 为 亲 近 些 。 在 美 学 的 研 究 上 ， 按 理 说 学 术 性 和 

趣 味 性 不 应 是 相 互 排 斥 的 ， 恰 恰 相 反 ， 两 者 应 该 统 一 起 来 ， 既 主 动 又 富 哲 理 ， 使 读 者 愿 意 读 ， 读 

得 有 味 道 。 当 然 ，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。 

从 本 世 纪 的 ! " 年 代 到 # " 年 代 ， 宗 白 华 先 生 就 多 次 谈 到 中 国 美 学 与 西 方 美 学 的 不 同 ， 以 及 

如 何 建 立 人 类 所 共 有 的 美 学 。 所 谓 相 反 相 成 ， 只 有 深 刻 地 认 识 中 西 审 美 的 不 同 ， 才 有 可 能 找 到 

它 们 的 相 同 之 处 。 宗 先 生 说 ： 

据 我 看 ， 中 国 的 美 学 思 想 与 西 方 的 美 学 思 想 确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特 点 。 比 如 ， 西 方 古 代 多 

侧 重 于 从 本 体 论 方 面 ， 即 从 客 观 方 面 去 讨 论 美 ， 如 柏 拉 图 关 于 美 的 理 念 和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

《 诗 学 》 中 关 于 美 的 论 述 ； 而 中 国 古 代 的 美 学 思 想 则 和 伦 理 道 德 结 合 得 较 紧 密 。 所 以 ， 要 研 

究 中 国 的 美 学 ， 就 必 须 了 解 中 国 古 代 的 思 想 发 展 史 。 人 类 的 思 想 发 展 具 有 相 对 独 立 性 和 

历 史 继 承 性 。 ［ $ ］ 

美 学 的 研 究 ， 虽 然 应 当 以 整 个 的 美 的 世 界 为 对 象 ， 包 含 着 宇 宙 美 、 人 生 美 与 艺 术 美 ； 但 

向 来 的 美 学 总 倾 向 以 艺 术 美 为 出 发 点 ， 甚 至 以 为 是 惟 一 研 究 的 对 象 。 因 为 艺 术 的 创 造 是 

人 类 有 意 识 地 实 现 他 的 美 的 理 想 ， 我 们 也 就 从 艺 术 中 认 识 各 时 代 、 各 民 族 心 目 中 之 所 谓 

美 。 所 以 西 洋 的 美 学 理 论 始 终 与 西 洋 的 艺 术 相 表 里 ， 他 们 的 美 学 以 他 们 的 艺 术 为 基 础 。 

希 腊 时 代 的 艺 术 给 予 西 洋 美 学 以 “ 形 式 ” 、 “ 和 谐 ” 、 “ 自 然 模 仿 ” 、 “ 复 杂 中 之 统 一 ” 等 主 要 问 

题 ， 至 今 不 衰 。 文 艺 复 兴 以 来 ， 近 代 艺 术 则 给 予 西 洋 美 学 以 “ 生 命 表 现 ” 和 “ 情 感 流 露 ” 等 问 

! % 第 $ 期 张 道 一 我 所 认 识 的 艺 术 美 学 

万方数据



题 。 而 中 国 艺 术 的 中 心 — — — 绘 画 — — — 则 给 予 中 国 画 学 以 “ 气 韵 生 动 ” 、 “ 笔 墨 ” 、 “ 虚 实 ” 、 “ 阴 

阳 明 暗 ” 等 问 题 。 将 来 的 世 界 美 学 自 当 不 拘 于 一 时 一 地 的 艺 术 表 现 ， 而 综 合 全 世 界 古 今 的 

艺 术 理 想 ， 融 合 贯 通 ， 求 美 学 上 最 普 遍 的 原 理 而 不 轻 忽 各 个 性 的 特 殊 风 格 。 因 为 美 与 美 术 

的 源 泉 是 人 类 最 深 心 灵 与 他 的 环 境 世 界 接 触 相 感 时 的 波 动 。 各 个 美 术 有 它 特 殊 的 宇 宙 观 

与 人 生 情 绪 为 最 深 基 础 。 中 国 的 艺 术 与 美 学 理 论 也 自 有 它 伟 大 独 立 的 精 神 意 义 。 所 以 中 

国 的 画 学 对 将 来 的 世 界 美 学 自 有 它 特 殊 重 要 的 贡 献 。 ［ ! ］ 

这 是 对 于 绘 画 而 言 的 。 同 样 ， 对 于 美 术 的 书 法 、 雕 塑 、 工 艺 、 建 筑 和 音 乐 、 舞 蹈 、 戏 曲 、 曲 艺 

等 也 是 如 此 。 所 以 宗 先 生 说 ： “ 艺 术 的 天 地 是 广 漠 阔 大 的 ， 欣 赏 的 目 光 不 可 拘 于 一 隅 。 但 作 为 

中 国 的 欣 赏 者 ， 不 能 没 有 民 族 文 化 的 根 基 。 外 头 的 东 西 再 好 ， 对 我 们 来 说 ， 总 有 点 隔 膜 。 我 在 

欧 洲 求 学 时 ， 曾 把 达 · 芬 奇 和 罗 丹 等 的 艺 术 当 作 最 崇 拜 的 的 诗 。 可 后 来 还 是 更 喜 欢 把 玩 我 们 民 

族 艺 术 的 珍 品 。 中 国 艺 术 无 疑 是 一 个 宝 库 ！ ” ［ " ］ 

讨 论 这 个 问 题 ， 我 知 道 会 有 很 大 的 难 处 ， 甚 至 会 有 反 对 的 意 见 。 这 是 毫 不 奇 怪 的 。 一 方 面 

是 “ 仁 者 见 仁 ， 智 者 见 智 ” ； 另 一 方 面 是 西 方 美 学 已 经 升 得 很 高 ， 我 们 确 实 应 该 深 入 研 究 ， 否 则 何 

以 为 鉴 呢 ？ 所 谓 “ 入 主 出 奴 ” ， 正 是 反 映 了 这 种 心 态 。 不 过 ， 真 正 的 学 者 是 从 不 以 个 人 的 好 恶 而 

划 线 的 。 对 于 自 己 的 研 究 所 长 固 然 应 该 坚 持 以 恒 ， 也 绝 不 对 别 人 的 研 究 说 三 道 四 ， 这 与 不 同 观 

点 的 辩 论 并 非 是 一 回 事 。 因 此 ， 对 于 艺 术 美 学 特 别 是 中 国 艺 术 美 学 ， 我 希 望 有 一 批 志 士 仁 人 有 

分 有 合 地 认 真 做 起 来 。 西 方 人 搞 了 三 百 多 年 ， 将 美 学 铸 造 得 很 好 ， 形 成 了 一 个 很 有 特 色 的 学 

科 。 我 们 有 西 方 作 借 鉴 ， 一 定 会 更 快 一 些 。 论 基 础 ， 我 们 的 先 秦 诸 子 ， 并 不 比 古 希 腊 差 ； 中 古 世 

纪 的 美 学 思 想 也 是 很 丰 厚 的 。 至 于 中 国 人 不 习 惯 将 美 与 具 体 事 物 分 开 ， 譬 如 说 “ 美 好 ” 、 “ 美 

德 ” ， 只 能 说 是 传 统 思 想 的 一 种 方 式 ， 很 可 能 是 中 国 美 学 的 一 个 特 点 和 长 处 。 我 们 正 应 抓 住 这 

些 特 点 和 长 处 ， 放 心 地 研 究 下 去 。 经 过 几 代 人 的 努 力 ， 必 然 会 促 成 大 业 。 

那 么 ， 艺 术 美 学 如 何 建 立 呢 ？ 中 国 艺 术 美 学 又 如 何 建 立 呢 ？ 我 读 过 几 本 标 作 “ 艺 术 美 学 ” 

的 书 ， 就 我 个 人 的 认 识 总 感 到 不 过 瘾 ， 好 像 已 说 的 没 有 说 透 ， 而 该 说 的 没 有 说 。 当 然 ， 这 是 不 能 

强 求 于 人 的 ， 更 不 能 以 个 人 的 见 解 去 框 别 人 。 问 题 在 于 ， 包 括 大 学 的 《 美 学 概 论 》 教 科 书 也 是 如 

此 ， 这 就 应 该 考 虑 ， 需 要 编 得 较 完 善 一 些 。 以 下 不 揣 冒 昧 ， 将 我 的 认 识 写 出 来 ， 以 就 教 于 方 家 。 

— — — 艺 术 美 学 是 美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， 或 说 是 一 个 部 门 美 学 。 从 这 个 意 义 说 ， 是 从 哲 学 美 学 往 

下 视 的 审 美 研 究 ， 因 而 带 有 一 定 的 应 用 性 。 换 句 话 说 ， 也 就 是 运 用 美 学 的 原 理 观 照 艺 术 创 作 、 

艺 术 现 象 ， 或 说 从 各 类 艺 术 活 动 中 归 纳 出 审 美 的 理 论 。 它 带 有 艺 术 的 特 性 ， 却 又 具 有 美 学 理 论 

的 普 遍 性 。 从 艺 术 中 抽 象 出 来 的 美 ， 是 艺 术 的 “ 精 化 ” 和 “ 晶 化 ” ， 它 有 两 个 去 处 ， 一 是 由 此 再 往 

上 升 ， 升 到 哲 学 中 去 ； 二 是 化 为 艺 术 的 理 论 ， 又 回 到 艺 术 里 去 ， 对 艺 术 创 作 和 艺 术 欣 赏 产 生 指 导 

的 作 用 。 上 文 所 提 到 的 艺 术 家 看 不 懂 美 学 书 ， 不 一 定 是 此 书 写 得 不 好 ， 而 是 它 的 性 质 属 于 前 

者 ， 不 是 属 于 后 者 。 理 论 上 的 问 题 ， 往 往 是 来 去 不 一 样 远 的 。 

— — — 在 艺 术 这 个 层 次 上 ， 也 有 个 性 与 共 性 之 分 。 共 性 寓 于 个 性 之 中 。 只 有 在 吃 透 中 国 的 

美 学 和 外 国 的 美 学 （ 包 括 西 方 美 学 ） 之 基 础 上 ， 即 在 各 地 域 的 、 民 族 的 美 学 之 基 础 上 ， 把 握 其 特 

性 与 共 性 ， 才 有 可 能 建 立 起 共 同 的 艺 术 美 学 。 没 有 局 部 哪 里 来 的 整 体 呢 ？ 现 在 有 些 《 美 学 入 

门 》 、 《 美 学 概 论 》 之 类 ， 之 所 以 显 得 枯 燥 乏 味 ， 其 原 因 就 是 道 理 讲 不 透 ， 不 谙 艺 术 底 蕴 ， 又 不 能 深 

入 浅 出 。 故 而 读 起 来 味 同 嚼 蜡 ， 如 同 天 书 。 西 方 的 美 学 理 论 往 往 是 带 有 前 提 的 ， 正 如 宗 白 华 先 

生 所 说 ： “ 西 洋 的 美 学 理 论 始 终 与 西 洋 的 艺 术 相 表 里 ， 他 们 的 美 学 以 他 们 的 艺 术 为 基 础 。 ” 也 就 

不 可 能 放 之 四 海 。 如 果 不 了 解 这 一 点 ， 拿 西 方 美 学 的 某 一 框 架 或 某 种 观 点 来 套 中 国 ， 势 必 闹 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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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 ， 显 得 格 格 不 入 。 

— — — 所 谓 “ 中 国 美 学 ” ， 有 两 层 含 义 ： 一 是 中 国 人 研 究 的 美 学 ， 二 是 中 国 人 研 究 的 中 国 的 美 

学 。 前 者 范 围 很 广 ， 既 包 括 后 者 ， 又 包 括 中 国 人 研 究 的 哲 学 美 学 和 外 国 美 学 。 后 者 则 专 指 中 国 

的 美 学 ， 在 这 里 又 特 指 中 国 的 艺 术 美 学 。 中 国 的 艺 术 美 学 ， 是 在 中 国 悠 久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和 优 秀 

的 文 化 传 统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。 它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一 块 璀 璨 的 宝 石 ， 谁 佩 上 这 块 宝 石 ， 谁 就 能 够 显 示 

出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明 。 

— — — 中 国 的 艺 术 美 学 非 常 丰 厚 。 包 括 艺 术 美 学 思 想 、 艺 术 美 学 史 和 艺 术 美 学 论 。 在 艺 术 

美 学 思 想 方 面 ， 由 于 文 献 资 料 的 局 限 性 ， 我 们 只 能 看 到 先 秦 诸 子 的 一 些 片 段 ， 而 且 大 都 是 经 过 

汉 代 人 整 理 过 的 。 即 使 如 此 ， 还 是 洋 洋 洒 洒 ， 不 失 为 一 宗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。 从 西 周 末 年 到 春 秋 

战 国 ， 各 种 学 派 非 常 活 跃 ， 以 孔 子 为 代 表 的 儒 家 ， 和 后 来 的 孟 子 、 荀 子 等 ； 以 老 子 为 代 表 的 道 家 ， 

和 后 来 的 庄 子 等 ； 以 墨 子 为 代 表 的 墨 家 ， 以 韩 非 为 代 表 的 法 家 ， 以 及 以 屈 原 为 代 表 的 楚 骚 美 学 ， 

都 从 不 同 方 面 提 出 了 审 美 的 观 点 ， 并 展 开 各 自 的 论 说 。 两 汉 美 学 作 为 一 种 过 渡 ， 由 战 国 前 强 调 

艺 术 和 伦 理 的 结 合 ， 偏 重 于 从 外 部 关 系 认 识 艺 术 审 美 特 点 ， 转 向 道 德 才 性 的 审 美 评 价 ， 为 魏 晋 

时 期 人 物 品 藻 重 在 风 韵 、 艺 术 创 造 重 在 自 身 规 律 的 美 学 思 想 ， 创 造 了 前 提 。 隋 唐 五 代 对 意 境 的 

认 识 ， 使 美 学 思 想 普 遍 繁 荣 发 展 ， 产 生 了 深 刻 的 变 化 。 至 宋 金 元 时 代 ， 似 乎 美 学 已 走 向 成 熟 ， 特 

别 是 儒 道 释 的 融 合 ， 使 对 意 境 的 认 识 更 为 深 化 ， 在 理 论 上 将 “ 文 ” 与 “ 道 ” 分 为 两 个 本 源 。 明 清 时 

期 提 出 了 “ 师 心 ” 与 “ 师 物 ” 的 审 美 关 系 ， 强 调 情 景 交 融 、 虚 实 相 应 的 艺 术 辩 证 法 ， 并 将 境 、 情 、 意 、 

趣 、 妙 、 神 、 韵 等 与 美 结 合 起 来 ， 成 为 评 价 和 鉴 赏 艺 术 作 品 的 基 本 范 畴 。 如 果 沿 着 我 国 社 会 近 三 

千 年 的 历 史 发 展 ， 就 其 审 美 的 脉 络 理 出 一 条 线 来 ， 将 各 家 各 派 所 持 的 论 点 以 及 错 综 复 杂 的 关 系 

理 清 ， 完 全 可 以 编 出 相 当 有 分 量 的 一 部 《 中 国 艺 术 美 学 史 》 和 一 部 《 中 国 艺 术 美 学 论 》 来 。 

— — — 研 究 中 国 艺 术 美 学 ， 需 要 全 面 观 照 ， 防 止 以 偏 概 全 。 特 别 是 先 秦 诸 子 对 待 文 学 和 “ 纯 ” 

艺 术 的 言 论 ， 与 对 待 “ 实 用 性 ” 艺 术 的 二 元 论 。 应 该 持 辩 证 的 态 度 ， 当 庄 周 在 漆 园 里 思 考 着 “ 道 

法 自 然 ” 的 时 候 ， 想 到 了 “ 得 至 美 而 游 乎 至 乐 ” ， 但 是 当 他 想 到 排 除 物 质 功 利 的 干 扰 时 ， 又 认 为 树 

不 应 该 做 成 家 具 ， 土 不 应 该 烧 成 陶 器 ， 甚 至 要 把 工 匠 的 手 砍 掉 。 从 古 至 今 ， 人 们 重 道 轻 器 的 思 

想 很 重 ， 不 仅 中 国 如 此 ， 外 国 也 是 这 样 。 表 现 在 美 学 上 ， 对 于 文 学 的 、 绘 画 的 、 雕 塑 的 、 音 乐 的 所 

谓 “ 纯 精 神 ” 的 艺 术 ， 一 直 被 列 入 美 学 的 研 究 范 畴 ， 但 对 于 像 工 艺 美 术 、 建 筑 等 所 谓 “ 实 用 性 ” 的 

艺 术 ， 则 往 往 排 斥 在 美 学 的 研 究 之 外 。 美 学 家 们 也 自 有 他 的 道 理 ， 因 为 后 者 除 了 艺 术 所 表 现 的 

之 外 ， 还 有 实 际 应 用 的 功 能 并 由 此 显 示 出 一 些 材 料 、 技 术 的 问 题 ， 致 使 审 美 减 弱 了 而 非 审 美 的 

因 素 加 强 了 ， 于 是 采 取 了 回 避 的 态 度 。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之 后 ， 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， 特 别 是 科 学 技 

术 的 进 步 ， 物 质 文 化 与 精 神 文 化 出 现 了 新 统 一 的 趋 势 ， 以 “ 技 术 美 学 ” 的 研 究 为 标 志 ， 使 工 艺 美 

术 — — — 工 业 设 计 — — — 建 筑 艺 术 — — — 环 境 艺 术 等 形 成 了 一 个 很 大 的 、 关 系 着 所 有 人 的 实 际 生 活 

的 文 化 链 。 在 这 方 面 ， 西 方 美 学 也 来 了 ! " # 度 的 大 转 弯 ， 又 走 在 了 我 们 前 头 。 我 们 对 此 应 有 清 

醒 的 认 识 ， 那 些 看 来 一 般 甚 至 觉 得 距 美 学 较 远 的 东 西 ， 可 能 是 美 学 最 为 亲 近 的 东 西 ， 因 为 它 不 

仅 显 现 出 美 的 本 质 ， 更 体 现 着 美 的 社 会 价 值 。 

— — —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， 应 充 分 使 用 两 种 材 料 ： 文 献 （ 文 字 的 ） 和 实 物 （ 工 艺 品 和 文 物 ） ， 相 互 对 

勘 ， 并 参 照 历 史 的 和 大 文 化 的 背 景 。 宗 白 华 先 生 的 《 中 国 美 学 史 中 重 要 问 题 的 初 步 探 索 》 ， 曾 经 

反 复 提 到 这 一 点 。 他 认 为 “ 实 践 先 于 理 论 ， 工 匠 艺 术 家 更 要 走 在 哲 学 家 的 前 面 。 先 在 艺 术 实 践 

上 表 现 出 一 个 新 的 境 界 ， 才 有 概 括 这 种 新 境 界 的 理 论 。 ” 他 举 了 春 秋 时 期 一 件 青 铜 器 “ 立 鹤 方 

壶 ” 为 例 ， 比 孔 子 要 早 一 百 多 年 。 那 只 活 泼 、 生 动 、 自 然 的 立 鹤 ， “ 表 示 了 春 秋 之 际 造 型 艺 术 要 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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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 饰 艺 术 独 立 出 来 的 倾 向 ” ； “ 这 就 是 艺 术 抢 先 表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境 界 ， 从 传 统 的 压 迫 中 跳 出 来 。 

对 于 这 种 新 的 境 界 的 理 解 ， 便 产 生 出 先 秦 诸 子 的 解 放 思 想 ” 。 

— — — 专 类 与 专 题 的 研 究 。 在 这 类 问 题 上 ， 需 要 研 究 的 课 题 太 多 了 ， 只 要 能 安 下 心 来 做 ， 就 

有 做 不 完 的 学 问 。 现 在 的 学 问 做 起 来 很 不 易 ， 包 括 美 学 在 内 ， 并 非 是 学 问 本 身 ， 而 是 外 边 的 干 

扰 太 多 了 。 且 不 说 世 俗 的 干 扰 ， 诸 如 “ 下 海 ” 、 利 欲 和 什 么 好 处 之 类 ， 即 使 在 美 学 领 域 之 内 ， 国 内 

或 国 外 的 一 部 新 著 作 出 现 ， 也 会 搅 得 那 些 不 安 的 人 更 不 安 。 这 都 不 属 于 学 术 范 畴 。 专 类 与 专 

题 的 艺 术 美 学 研 究 ， 不 可 能 有 现 成 的 材 料 摆 在 那 里 ， 而 是 要 亲 自 从 庞 芜 杂 乱 的 典 籍 中 去 筛 选 ， 

对 于 古 涩 的 文 字 还 要 作 现 代 语 释 。 这 是 一 个 很 枯 燥 的 过 程 ， 惟 其 如 此 ， 才 能 在 这 过 程 中 思 考 所 

要 解 决 的 问 题 。 鲁 迅 年 青 时 读 宋 人 著 作 ， 抄 录 了 关 于 皮 影 的 一 段 文 字 ， 他 从 文 字 的 描 述 联 系 到 

影 人 的 造 型 ， 在 按 语 中 提 出 了 一 个 问 题 ： 京 剧 的 表 演 是 否 受 了 皮 影 的 影 响 。 我 带 着 这 个 问 题 请 

教 了 戏 曲 史 专 家 郭 汉 诚 先 生 ， 他 从 时 间 的 先 后 判 断 ， 认 为 很 有 可 能 。 如 此 能 够 成 立 ， 将 为 中 国 

戏 曲 史 解 决 一 个 大 问 题 。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， 有 些 人 安 不 下 心 来 ， 更 谈 不 到 潜 心 ， 落 笔 虽 肯 定 ， 难 免 

会 武 断 ， 因 为 他 对 否 定 的 东 西 并 不 了 解 。 

— — — 断 代 的 研 究 。 这 是 一 种 小 规 模 的 综 合 研 究 ， 包 括 综 合 地 使 用 材 料 和 综 合 地 思 考 问 题 。 

判 断 一 个 时 代 的 某 一 问 题 ， 必 须 “ 瞻 前 顾 后 ” ， 联 系 到 全 过 程 予 以 定 位 。 审 美 思 想 的 变 化 ， 在 不 

同 的 时 代 有 时 会 很 微 妙 的 。 同 是 美 丽 ， 有 秀 丽 、 繁 丽 、 华 丽 、 亮 丽 、 富 丽 、 艳 丽 、 绮 丽 、 壮 丽 、 典 

丽 、 巨 丽 等 ， 诸 如 此 类 ， 如 果 能 在 艺 术 作 品 中 一 一 找 出 例 证 ， 加 以 品 味 ， 就 有 可 能 感 受 到 变 化 的 

脉 搏 。 这 只 是 顺 手 举 出 的 一 个 小 例 ， 断 代 的 研 究 要 比 这 复 杂 得 多 ， 问 题 也 大 得 多 。 

— — — 比 较 的 研 究 。 比 较 很 重 要 ， 任 何 事 物 都 是 通 过 比 较 显 见 其 区 别 的 ， 审 美 也 不 例 外 ， 由 

于 比 较 对 于 鉴 别 的 重 要 ， 甚 至 将 “ 比 较 美 学 ” 建 立 起 美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学 科 。 但 比 较 仅 仅 是 一 种 

手 段 ， 并 非 是 审 美 的 目 的 ， 其 目 的 是 找 出 所 比 较 的 各 方 之 特 点 。 中 国 和 西 方 之 间 可 以 比 较 ， 中 

国 各 代 之 间 可 以 比 较 ， 各 种 流 派 与 风 格 之 间 可 以 比 较 。 总 之 ， 只 要 有 可 比 性 的 ， 都 可 以 作 比 较 ， 

比 较 不 是 简 单 的 比 好 坏 、 比 高 下 、 比 优 劣 ， 而 是 从 艺 术 的 和 审 美 的 角 度 探 讨 其 特 性 和 共 性 。 譬 

如 以 中 国 和 西 方 作 比 较 ， 中 国 画 中 画 山 川 、 草 木 和 景 物 ， 叫 “ 山 水 画 ” ； 西 洋 油 画 中 也 是 画 自 然 景 

物 ， 则 称 “ 风 景 画 ” 。 两 者 的 意 趣 和 目 的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， 甚 至 名 称 不 能 互 换 。 油 画 的 风 景 画 非 常 

注 意 选 景 ， 着 力 表 现 即 时 即 地 的 独 特 风 光 ， 使 人 看 了 如 临 其 境 ， 享 受 到 大 自 然 之 美 。 中 国 画 的 

山 水 画 虽 然 也 带 有 以 上 的 成 分 ， 但 主 要 的 则 是 画 家 用 以 抒 写 胸 怀 。 画 泰 山 而 小 天 下 ， 在 巍 峨 中 

表 现 出 王 者 之 尊 ； 画 黄 山 云 雾 缭 绕 ， 山 峰 时 隐 时 显 ， 仿 佛 进 入 仙 境 ， 飘 飘 欲 仙 了 。 由 此 引 发 开 

去 ， 在 中 西 方 的 审 美 特 点 上 ， 处 处 都 会 遇 到 这 类 差 异 ， 因 为 两 者 的 文 化 背 景 悬 殊 太 大 ， 表 现 在 艺 

术 上 ， 所 追 求 的 自 然 不 同 。 

— — — 美 育 。 审 美 教 育 是 普 及 美 学 、 提 高 全 民 素 质 的 重 要 手 段 。 在 这 里 ， 既 涉 及 到 审 美 的 内 

容 ， 又 涉 及 到 审 美 的 形 式 和 方 法 。 作 为 中 国 人 ， 若 不 从 中 国 人 所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入 手 ， 审 美 便 

难 以 奏 效 。 人 们 的 年 龄 、 性 别 、 职 业 、 所 受 教 育 和 爱 好 不 同 ， 表 现 在 具 体 的 审 美 上 也 有 明 显 的 差 

异 。 如 果 一 个 人 生 于 斯 而 长 于 斯 ， 从 小 就 受 到 乡 土 艺 术 的 熏 陶 ， 接 受 的 是 本 土 本 民 族 的 文 化 ， 

即 使 成 年 后 远 走 他 乡 ， 也 不 会 忘 记 生 养 他 的 故 土 。 这 是 很 自 然 的 爱 国 主 义 的 一 部 分 。 从 美 学 

的 角 度 看 ， 传 统 的 审 美 思 想 已 在 他 身 上 注 入 ， 永 远 不 会 泯 灭 。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是 文 明 的 基 础 ， 

而 美 育 是 其 中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。 必 须 按 照 不 同 的 社 会 层 次 有 所 针 对 地 实 施 审 美 教 育 ， 这 已 是 刻 

不 容 缓 的 了 。 

以 上 十 个 问 题 ， 说 明 了 艺 术 美 学 的 十 个 方 面 ， 这 些 方 面 既 可 相 互 独 立 ， 又 有 内 在 的 联 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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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以 在 次 序 上 没 有 标 出 序 号 ， 也 并 不 止 限 于 这 十 个 问 题 。 对 此 ， 仅 仅 是 一 些 粗 浅 的 思 考 ， 还 谈 

不 上 完 整 的 框 架 和 体 系 。 我 的 思 考 仍 在 继 续 ， 更 希 望 和 对 此 感 兴 趣 的 朋 友 一 齐 来 研 究 。 如 果 

将 这 些 问 题 分 别 做 得 很 实 在 ， 很 充 实 ， 有 可 能 会 从 中 萌 发 出 一 个 切 于 实 际 的 框 架 来 ， 包 括 中 国 

艺 术 美 学 的 和 艺 术 美 学 的 。 在 研 究 工 作 中 ， 我 是 相 信 水 到 渠 成 的 。 

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月 七 日 于 南 京 龙 江 芳 草 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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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校 ! ( 项 人 文 社 科 成 果 获 奖 

本 刊 讯 ( 7 7 7 年 ! 月 ! ! 日 上 午 ， 省 政 府 召 开 了 “ 江 苏 省 第 六 次 哲 学 社 会 科 

学 优 秀 成 果 ” 颁 奖 大 会 ， 表 彰 我 省 ! % % , H ! % % & 年 度 的 人 文 、 社 会 科 学 优 秀 研 究 成 

果 。 此 次 共 表 彰 了 ’ * , 项 优 秀 成 果 ， 其 中 一 等 奖 ! & 项 ， 二 等 奖 ’ % 项 ， 三 等 奖 ( % 7 
项 。 我 校 共 有 ! ( 项 成 果 奖 。 樊 和 平 教 授 的 著 作 《 中 国 伦 理 精 神 的 现 代 构 建 》 和 

陶 思 炎 教 授 的 著 作 《 中 国 镇 物 》 分 别 获 一 等 奖 ， 王 卓 君 教 授 的 著 作 《 文 化 视 野 中 的 

政 治 系 统 — — — 政 治 文 化 研 究 引 论 》 等 ! 7 个 项 目 获 三 等 奖 。 

, , 第 ! 期 张 道 一 我 所 认 识 的 艺 术 美 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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